
昔日盐碱滩，今日新水城
———“黄三角”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年之东营巨变（上）

2009年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开发上升为国

家战略，进入了大规模、高水平开发的历史新阶段。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核心区域的东营也因此站在了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黄三角”以生态与高效为主题的大开发中，东营这座石油之城，在城市功能定位以及产业

规划中，正在谱写着怎样的文章？一年来东营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其前景又将如何？近日，记者深入这片

正在接受大变革洗礼的广袤土地，看到一座生态、高效并重的黄河水城正在勃然崛起。

亲水生活

吃完晚饭，带着孙子到清风

湖公园转一圈，再沿着广利河走

一走，这成了东营市府前小区王

秀兰夫妇的习惯。清风湖上霓虹

闪烁，湖中小岛在LED灯的映衬

下格外迷人，身边5岁的孙子调皮

可爱，这一切都让王秀兰老两口

像生活在梦境中。

“几年前，可想不到这里会美成

这个样子。”11月19日晚，王秀兰领

着记者沿广利河一边走一边指着广

阔的水面告诉记者。广利河是贯穿
东营中心城区、连接黄河与渤海的

唯一河流，原来是一条

名副其实的臭

水沟。“平

时

气味刺鼻，夏天蚊虫遍地，附近小区

居民从不敢开窗子。”王秀兰如此形

容三年前的广利河。

从2007年开始，沿河居民的

生活开始发生改变。东营启动了

工程总投资20亿元的广利河综合

治理工程，经过截污导污、河道整

理、建源引水等六项工程，把广利

河建设成了“河海相连，水清岸

绿，城水共生，人水相谐”的生态

长廊、休闲长廊、发展长廊和文化

长廊。广利河工程治理的竣工，也
终于实现了黄河水城建设的基本

一步———“清水进城”。

前来出差的湖南投资人张先
生感叹，东营今非昔比，变化太大
了。他说，“有了水，一座城市才会

有灵气。”此次前来，他想投资一
家酒店，目前正在选址，“靠近水

畔，这是第一选择。”

走在东营的街头，路边的宣

传牌上随处可见“黄河水城”的标

语。按照东营市黄河水城办公室

副主任张新军的介绍，所谓黄河

水城，就是在中心城通过引入黄

河水，实现河湖贯通、水清岸绿，

打造生态卓越的“水城”。

生逢其时

今年夏天，距东营城区正北

约80公里的渤海岸边发生了两件

意味深长的事情。

一是6月24日，黄河三角洲生

态调水暨刁口河流路恢复过水试

验正式启动，久别34年后，东营北

部湿地再次迎来滚滚黄河水，东

营刁口河也重新成为黄河“实验

性”出海口。

二是此前三天，东营市城市管

理局与水利、黄河河务等部门联动，

组织实施了黄河水城调水。此举意
在改善广利河水质，完善广利河综

合改造与开发规划。

两件事情，前后相连，无疑都是

决策者打造生态之城的重要举措。

揽黄河入海之势，临渺渺渤海之阔，

东营注定与水结缘。然而，由于历史

上黄河时常“摆尾”改道，除了给东

营平添漫漫淤滩之外，并无水系可

言。此次“实验性”改道黄河水，拯救

北部湿地的生态环境，更有利于打
造城市生态水系。

“水城是东营鲜明的城市形

象和独有的文化内涵。”东营市的

决策者公开表示。据不完全统计，

东营市中心城区及外围现有水库

湖泊60余处，河道20余处，通过开

挖整理可形成近60平方公里的湿

地水面和近300公里长的河道。同

时，东营地势低洼，中心城区及外

围还有广南水库、广北水库等，这

些都为“黄河水城”建设创造了良

好的自然条件。

作为黄河入海口城市，东营

市在利用黄河水方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遍布城区大大小小的

湿地就像一块块巨大的海绵，起

到存蓄作用的同时，还是天然的

水处理厂，并兼具净化水质的作

用。唱黄河歌、打湿地牌、做水系
文章，建设生态卓越黄河水城。这

是黄三角大开发中，东营市决策
者确定的清晰思路。

文化名片

毋庸置疑，“黄河水城”已成

为东营的一张崭新名片。然而，在

黄三角开发建设进入新的历史进

程之后，这张名片能给这座城市

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这个思考一直存在于东营市决

策者的心中。在2008年10月，东营市

政府承办的城市特色专家研讨会

上，不少专家提出相同的疑问：黄河

水城应该怎么建？

东营市各级政府一直为解决这

个问题努力着。“去年黄三角上升为

国家战略，提出以生态和高效为经

济发展的两大主题，我们的思路变

得更加清晰了，也更有了自信。”张

新军说，城市的建设必然要有与之

相对的文化配套建设。东营的城市

特点是地广人稀，人气不够集聚，为

了打造人气空间，东营除了投资24

亿整治广利河等51条河流沟渠外，

还将投资50个亿沿广利河规划建设

十几个工程项目，包括儿童娱乐活

动中心、大剧院、奥体中心等。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

作为东营，最为突出的是黄河文

化。”东营市园林处副处长扈明明

说，要怎样把水城的建设变成一种

文化？关键是水系的规划和城市公

共空间系统的规划相结合，和绿化

相结合，和城市居民小区相结合，和

城市产业发展相结合。

在下一阶段的黄河水城建设

中，东营的另一项主体工程就是

引入黄河水改良土壤，从根本上

解决中心城区的绿化问题。

“生态环境好了，就等于有了梧

桐树，就可以引进第三产业的投资，

吸引人气，丰富城市生活，提升城市

品位，让东营真正成为一个黄三角

的中心带动城市。”扈明明说。

本报记者 郭静 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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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护城河河水变清后，引来成群海鸥。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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